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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酉阳报记者 喻琳

当阳光洒在酉州大地上，一片青蒿的海
洋便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近年来，酉阳青蒿
以其卓越的品质和独特的品牌魅力，正逐步
走向世界舞台。酉阳青蒿作为一张靓丽的名
片，不仅让当地农民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
更为酉阳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种植规模稳步扩大
产量产值双提升

5月20日，在后坪乡的田间地头，一片繁
忙景象映入眼帘。阳光洒落，青蒿翠绿欲滴，
蒿农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其中，构成了一幅生
动的劳动画卷。他们娴熟地在青蒿地里除草
施肥，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喜悦的笑容。

“现在青蒿的种植技术越来越成熟，产量
和品质都提高了很多。”一位满脸汗珠的蒿农
停下手中的活，自豪地介绍道，“我们种的青
蒿青蒿素含量平均达到了 16.0‰，在市场上
非常抢手。”

酉阳青蒿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自 1986
年起，科研人员便开始了对野生青蒿的驯化
培育。他们在野外进行栽培驯化和种子选
育，为后续的种植打下了坚实基础。1991年
至 1999年，青蒿的零星种植面积逐步扩大，
最终在原酉酬乡（现酉酬镇）建立了 2300亩
净作青蒿种植示范基地。

进入21世纪，酉阳青蒿的种植迎来了全
面规模化生产阶段。自2000年开始，酉阳青
蒿的种植面积持续增长，并在2006年和2010
年达到了两个高峰，分别为 15万亩和 10万
亩。如今，尽管种植面积有所波动，但一直保
持在 6万亩左右的稳定水平，成为酉阳农业
的一大支柱产业。

2023年，酉阳青蒿产业再次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通过青蒿套种马铃薯、轮作荞麦等
创新种植模式，全县25个乡镇（街道）累计种
植青蒿 6.1万亩。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还实现了青蒿产量的稳步增长。

“这些新的种植模式让我们的土地得到
了更充分的利用。”一位种植户指着青蒿田旁
边的马铃薯介绍，“马铃薯和青蒿轮作，既保
证了青蒿的产量，又增加了我们的收入。”

据统计，酉阳青蒿去年的产量达到了7320
吨，种植端产值高达5490万元。这一数据的背
后，是无数种植户辛勤付出的汗水与努力，也
是酉阳青蒿产业蓬勃发展的有力见证。

加工企业集群发展
产业链不断延伸

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酉阳依托昆
药重庆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万源佳药业公
司和腾隆生态农业公司三家领军企业，实现
了从传统青蒿种植到现代化加工的华丽转
身，为全球青蒿素市场贡献了重要力量。

走进昆药重庆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的
现代化厂房，工人们操作熟练，筛选、清洗、
干燥……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在这里，
青蒿素等有效成分被精确提取出来，经过进
一步的精制和加工，最终成为高品质的药品。

“我们严格遵循国家药品生产标准，确保
产品质量和安全。”昆药重庆武陵山制药有限
公司负责人自豪地介绍，该公司作为中国华
润集团三九医药的子公司，青蒿素产量近三
年均保持稳定增长，市场均价稳定在 110万
元/吨，销售额更是高达3000万元左右。在青
蒿素市场上，该企业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产量占全国市场总量的十分之一。

除了青蒿素，该公司还具备生产蒿甲醚的
能力，是国内唯一一家资质齐全的企业。据了
解，该公司的蒿甲醚年产约20吨，年产值高达
2500万元，产量占全国蒿甲醚市场总量的三分
之一。这些药品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全球各地，
为全球抗击疟疾等疾病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万源佳药业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
们正在忙碌地生产青蒿抑菌液。青蒿抑菌液
是该公司的创新性产品之一，年产值达 150
万元。该公司负责人表示：“我们正在积极开
发洗护类大健康系列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对

健康生活的追求。”
而在腾隆生态农业公司的厂区里，则是

另一番景象。只见一辆辆满载着青蒿废渣的
卡车驶入厂区，经过一系列处理后，最终变成
了一袋袋兽药饲料。这一创新举措不仅实现
了资源的循环利用，也为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持。

“我们利用青蒿废渣研发出的兽药饲料，
不仅成本低廉，而且营养丰富。”腾隆生态农
业公司技术人员介绍说，“这种饲料深受当地
养殖户的欢迎，年产量已达到 5000吨，年产
值1500万元。”

“酉阳青蒿加工产业的崛起，不仅带动了
当地经济的发展，更为全球疟疾防控事业作
出了重要贡献。”酉阳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
人李华超表示，酉阳将继续发挥青蒿加工产
业的优势，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融合发
展，为全球健康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联农带农模式创新
农民收益成效显著

自2022年起，昆药集团重庆武陵山制药
有限公司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积极引领青
蒿产业化联合体建设，采取了“公司+村集体
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创新模
式。这一模式将农户、村集体和龙头企业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紧密的产业链。

在这个产业链中，昆药集团发挥着“链
主”的作用。他们不仅提供技术和市场支持，
还通过直接奖补的方式，让农户和村集体分
享到产业链上的更多利益。一位参与青蒿种
植的农户激动地说：“有了昆药集团的支持，
我们不用担心技术和市场问题，只要好好种
植，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

2023年，昆药集团收购青蒿 1023吨，带
动 825户农户参与青蒿产业联合体建设，种
植 8028亩青蒿，待兑付财政补助资金 180万
元，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

除了产业化联合体模式外，昆药集团还
推出了由公司负责提供种子、技术和现金回

收服务的“三包一现”订单保底价模式。这一
模式让农户无需承担市场波动的风险，稳定
了收益预期。王大明是一名青蒿种植大户，
在李溪、后坪、涂市、板溪等地都栽种了青
蒿。他感慨地说：“以前种植农作物总是担心
价格波动大，现在有了昆药集团的‘三包一
现’模式，我放心多了！”

良种繁育科技支撑
产业发展后劲十足

初夏时节，酉阳的大地上仿佛被一层翠
绿的薄纱轻轻覆盖。在这翠绿之中，一群来
自西南大学、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
科学中心等顶尖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正忙着
采集标本，脸上洋溢着对科学研究的热情。

一位科研人员激动地表示：“‘酉青1号’
的成功培育，是我们团队经过无数次的实验
与筛选，共同努力的结晶。看到这片绿油油
的青蒿田，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

“酉青 1号”青蒿素含量高达 30‰，远超
行业平均水平，而且蒿草亩产可达190公斤，
综合抗病性也很出色。一位蒿农表示：“‘酉
青 1号’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我们的收
入也增加了不少。”

据悉，“酉青1号”在今年全面推广种植，
覆盖了 2万亩土地。届时，这一新品种将带
动全县青蒿素平均含量提升至20‰，为当地
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同时，这也将进
一步提升酉阳青蒿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我们将继续秉承科技兴农的理念，加强
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推动农业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酉阳县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
吴廷和表示，将依托“渝十味”中药材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建设，打造青蒿全产业链发展示范
区，并携手昆药集团打造百亿级医药产业园。

酉阳青蒿走向世界 品质品牌双提升

□ 江津报记者 刘星欣 邓浩 王笑伊

作为专攻数控磨床的专精特新企业，位于重庆枢纽
港产业园的重庆恒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博
机械”）打磨“利剑”突破国外磨削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
高端CBN磨床市场空白。昨日，记者从该企业获悉，今
年一季度，该企业新签订单 1.1亿元，销售同比增长 20%
以上。

“今年一季度，公司就拿下了1.1亿元订单，生产各类
型高精度高端磨床近 50台，实现销售收入约 4000万元，
同比增长超20%。企业产销两旺、发展势头好，让我们看
到国产机床的市场竞争力。”恒博机械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技术实力雄厚，检测设备先进完善，拥有国内一流的
技术专家和一批富有多年实践经验的高级技术工人，企
业利用自身专利技术，开发了新结构、新技术、高精度的
数控端面外圆磨床、高精度数控曲轴磨床和高精度数控
凸轮磨床，产品深受市场青睐。

荣昌猪品牌价值逾五十二亿元
□ 荣昌报记者 张泽美

近日，2024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在浙江德清国际展
览中心举行，根据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内容，荣昌
猪品牌价值已达52.18亿元。

近年来，荣昌依托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市畜牧科学
院等农牧科研院所资源，由政府牵头，采取“科研院所+
保种场+企业”方式，成立荣昌猪种质创新试验示范科
企联合体，遴选成功荣昌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建立国
家级、市级荣昌猪保种场、备份场，以及国家级区域性重
点畜禽基因库，逐步形成“基因库+保护区+保种场”的
荣昌猪三级保护体系，聚焦荣昌猪在育种攻关、饲料研
发、疾病防控、智慧养殖、产业延伸等环节的系统研究同
成果转化之间的协同效益，集中攻克一批困扰中国本土
猪的技术难题。

与此同时，荣昌区聚力“一头猪”全产业链建设，围绕
良种繁育体系、规模养殖体系、市场营销体系、精深加工
体系、科技支撑体系、数字转型体系、疫病防控体系、绿色
循环体系等，逐步形成产业类别全、科技含量高、创新链
条优、融合发展好的产业集群。

高端磨床实现“江津造”

5月24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重庆市交办第十六批群
众信访举报件148件，涉及我区2件，
其中来电举报1件，来信举报1件，重
点交办件 0件。截至 5月 24日，中央
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共

交办信访举报件 8件，其中来电举报
6件，来信举报2件，重点交办件1件。

从信访举报件涉及的生态环境
问题类型来看，其中涉及水 0件、大
气 0件、噪声 0件、生态 0件、土壤 1
件、辐射 0件、其他 1件。所有举报

件均已及时转交相关部门、相关镇
街处理。

生态环境信访交办件的办理情
况将按照相关要求反馈至中央督察
组，整改和处理情况会及时向社会
公开。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交办第十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8件，涉及大足区2件
重庆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来电来信举报污染类型统计表（第十六批）

5月25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重庆市交办第十七批群
众信访举报件128件，涉及我区4件，
其中来电举报1件，来信举报3件，重
点交办件 0件。截至 5月 25日，中央
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共
交办信访举报件12件，其中来电举报
7件，来信举报5件，重点交办件1件。

从信访举报件涉及的生态环境
问题类型来看，其中涉及水0件、大气

1件、噪声0件、生态1件、土壤1件、辐
射0件、其他1件。所有举报件均已及
时转交相关部门、相关镇街处理。

生态环境信访交办件的办理情况
将按照相关要求反馈至中央督察组，
整改和处理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开。

重庆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来电来信举报污染类型统计表（第十七批）

5月 26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重庆市交办第十八批群众信
访举报件131件，涉及我区4件，其中来
电举报1件，来信举报1件，重点交办件
0件。截至 5月 26日，中央第六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共交办信访举报
件14件，其中来电举报8件，来信举报6
件，重点交办件1件。

从信访举报件涉及的生态环境问
题类型来看，其中涉及水 0件、大气 0

件、噪声 0件、生态 1件、土壤 1件、辐射
0件、其他 0件。所有举报件均已及时
转交相关部门、相关镇街处理。

生态环境信访交办件的办理情况
将按照相关要求反馈至中央督察组，整
改和处理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开。

重庆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来电来信举报污染类型统计表（第十八批）

截至 2024 年 5 月 26 日，对中央第六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大足区移交的
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件，大足区已办结

1件。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 个月。进驻期间

（2024 年 5 月 8 日—6 月 8 日）设立专门值班
电话：023-63325565，专门邮政信箱：重庆市
A00251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为每天 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主要受理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
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
处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八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八批）

截至 2024 年 5 月 24 日，对中央第六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大足区移交的
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件，大足区正在办

理 1件。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 个月。进驻期间

（2024 年 5 月 8 日—6 月 8 日）设立专门值班
电话：023-63325565，专门邮政信箱：重庆市
A00251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为每天 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主要受理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
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
处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六批）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交办第十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8件，涉及大足区4件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交办第十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1件，涉及大足区2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六批）


